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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用软件开发过程质量监督的重点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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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实现软件开发工程化管理、确保软件产品质量，对军代表如何在军用软件开发过程进行有效监督的重

点和方法进行探讨。详细介绍对软件配置管理、各阶段评审、软件验证、开发更改控制、应用软件辅助工具等的监

督。该研究可为军代表对军用软件的质量监督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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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nd ensuring software quality, study the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effective supervising focus and method in software development process. Introduce details of the software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all stages of review, software ver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change control, application 

software supporting tools of supervision. The study can provide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with reference in military software 

quality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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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我军武器装备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软

件质量已成为武器装备形成战斗力的关键所在。近

年来，军用软件产品研制，无论是受重视程度，还

是在程序化、规范化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和提

升，但相对于军用硬件产品研制而言，军用软件研

制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是否按系统工程方法管理军

用软件开发，将直接影响军用产品的质量。 

军代表对软件开发质量监督的主要任务就是

督促软件承办单位建立软件开发工程化标准体系、

加强软件产品质量管理和技术服务质量保证的手段

和能力。因此，笔者重点对软件配置管理、各阶段

评审、测试、更改和软件辅助工具运用方面的监督

进行探讨。 

1  对软件配置管理的监督 

软件配置管理是确保软件配置项完整性和正确

性的重要手段，军代表需监督软件承办单位对整个

软件生存周期内的软件配置项进行软件配置管理。 

1) 监督软件承办单位建立并实施软件配置管

理过程。重点检查软件配置标识、配置控制、配置

状态记实、配置评价、软件发行管理和交付等活动

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要求；软件配置管理活动是否贯

穿于整个软件生存周期，软件产品是否具有完整性

和可追溯性。 

2) 监督软件承办单位建立并实施软件“三库”，

即开发库、受控库和产品库。重点检查软件“三库”

文档是否齐全，其内容是否覆盖了软件配置项选择、

配置项和三库标识、版本控制、基线建立和更改、

软件配置项入库、访问、出库、维护、更改、发行

等规定要求；检查文档中的规定要求是否落实到位。 

2  对各阶段评审的监督 

在软件开发各阶段，军代表重点对以下评审进

行监督： 

1) 软件需求评审。评审对象为软件需求规格说

明，包括接口需求说明、数据接口需求说明。军代

表应重点审查：软件需求文档是否齐全、文档编制

是否符合相应的标准或规范、承办单位是否明确系

统需求、软件配置管理及功能基线是否明确、完整；

软件开发库、受控库是否建立，软件和接口需求规

格说明是否符合软件任务书的技术指标要求，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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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说明及接口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可读性，软件

需求的可测试性，文档能否作为概要设计的依据。 

2) 软件概要设计评审。评审对象为概要设计说

明书及外部接口设计文档。军代表应重点审查：概

要设计能否满足软件需求，软件方案能否实现软件

需求，全局数据结构与主要算法的可行性和正确性，

接口设计方案的性能和运行环境的合理性等。 

3) 软件详细设计评审。评审对象为详细设计说

明书，包括数据库设计说明书。军代表应重点审查：

详细设计的正确性及与概要设计的一致性、完整性，

各模块间的接口是否明确、一致，各模块的算法、

数据结构及调用是否合理，局部数据结构是否合理，

模块设计是否完整等。 

4) 软件测试准备评审。评审对象为测试计划和

测试用例。评审内容主要有：测试计划中测试范围

的完整性和可行性；测试用例中规定的测试输入、

预期结果和评价准则的正确性；测试环境是否符合

要求。 

5) 软件确认测试评审。评审对象为软件测试报

告和软件测试记录。军代表应重点确认测试过程的

合理性、正确性，以及测试用例的合理性和完备性，

测试结果与测试用例的一致性，分析过程和测试结

论的正确性等。 

3  对软件验证的监督 

软件验证是对软件质量的确认。军代表要监督

软件承办单位在软件开发各阶段适时进行软件测

试，并对其质量进行有效控制。 

1) 软件静态测试。主要对软件原程序代码与设

计规格的一致性，以及代码的标准性和可读性，代

码逻辑表达的正确性等内容进行测试。并且要求所

测软件充分地评定全部代码清单，并遵守全部编码

标准；代码准确地实现详细计划；对错误的解释已

列在错误登记表上；完成并检验代码检查引起的全

部修改。 

2) 软件单元测试。主要是对软件单元接口，重

要执行路径，局部数据结构，错误处理的路径，语

句覆盖和分支覆盖，影响上述的边界条件等内容进

行测试。并且要求软件单元功能和单元接口同设计

需求一致；能准确处理输入和运行中的错误；修改

后进行再测试，且再测试通过；达到规定的结构覆

盖类和覆盖率；完成单元测试说明，测试用例单及

测试结果单，并纳入模块开发宗卷。 

3) 软件部件测试，主要是对单元间的接口、全

局数据结构、边界和人为条件下的性能，软件功能

模块的功能以及多入口和多出口元素等内容进行测

试。并且要求软件部件各单元无错误连接，满足各

项功能性能要求，对错误输入有正确处理的能力，

对测试中的异常有合理解释，人机界面正确，部件

测试分析报告内容配置管理。 

4) 确认测试。主要是对功能性能测试、人机交

互界面测试、边界测试、外部接口测试、余量测试、

强度测试、恢复测试、数据处理测试、可安装性测

试、安全性测试和可靠性测试等进行确认。并且要

求上述软件测试完成测试准备评审，满足软件需求

规格说明中所有功能、性能、约束及限制要求，完

成确认测试分析报告并纳入配置管理，完成确认测

试评审。 

5) 系统测试。主要是进行功能测试、性能测试、

外部接口测试、人机交换界面测试、安全性测试、

性能强度测试和降级能力强度测试等。并且要求系

统软件在真实或仿真环境条件下，软件按规定要求

能正确执行，功能、性能、接口符合系统要求，相

关文档齐全，完成系统测试分析报告，并纳入配置

管理。 

6) 回归测试。主要内容是原测试用例和增加的

测试用例。并且要求更改部分符合更改要求，通过

相应测试；原系统各功能、性能不受损害，通过相

关测试；更改记录及相应测试文档齐全。 

4  对开发更改控制的监督 

软件开发过程中，软件更改是不可避免的，关

键在于如何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作为军代表，

应督促软件承办单位将软件设计更改纳入软件配置

管理之中，严格执行有关软件配置管理形成的文件。

一般来讲，在软件开发的任一阶段，对前面各个阶

段软件产品的任何修改，软件承办单位均应填写软

件问题报告单和软件修改报告单，军代表要对其进

行审查，主要审查修改前是否经过批准、是否对修

改的影响进行了评价等。由于软件模块之间可能存

在耦合作用，在审查评价更改的影响时，还需注意

审查更改对其它模块产生影响的评价，对更改影响

域的评价。 

软件更改后，军代表一是要监督软件承办单位

对更改的软件进行测试（要保证测试具有重现性），

并对测试报告进行审查，以确认软件更改部分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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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和对软件原有功能、性能的不损害性。二是要

监督软件承办单位按软件配置管理相关规定及时对

更改后的软件配置项、版本号等重新进行标识。 

5  对应用软件辅助工具的监督 

不能忽视软件辅助工具的重要作用。作为军代

表，应督促、鼓励有条件的软件承办单位尽可能地

应用软件辅助工具，提高软件开发效率和促进软件

开发规范化。目前，软件辅助工具主要有：软件开

发工具，如文档辅助工具、需求分析工具、编程工

具和代码管理工具等。软件测试工具如静态分析工

具、动态分析工具、汇编语言测试工具和嵌入式软

件测试工具等。软件管理工具如计划管理工具，能

辅助进行计划的编制、检查与调整；项目管理工具，

能记录和报告项目的复审、预算、形成文档等；配

置管理工具，可以辅助完成配置项的标识，提供修

改跟踪和配置项的交叉索引。软件辅助工具较多，

要求软件承办单位都具有也不太现实，军代表应视

软件承办单位的具体情况，督促其选择一些重点、

适用的软件辅助工具，如需求分析工具、动态分析

工具、配置管理工具等，以提高软件开发效率，促

进软件开发规范化和保证软件质量。 

6  结束语 

软件工程的内容很丰富，而且还在不断地发展

和完善之中。下一步，军代表还需对军用软件开发

过程进行的有效质量监督做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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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方法 2 速度、失准角仿真曲线 

表 3  方法 2 仿真结束时刻状态的估计精度 

状态量 ∆δvE/(m/s) ∆δvN/(m/s) ∆δα/(′) 
RMS 0.001 5 0.000 1 0.044 7 

状态量 ∆ΦE/(′) ∆ΦN/(′) ∆ΦU/(′) 

RMS 0.329 7 0.106 3 9.379 2 

4  结论 

仿真结果表明，2 种方法对水平失准角估计的 

精度和快速性均很高，在一定时间内方位失准角的

估计也能达到一定的精度，对准方法满足一定的工

程应用。下一步的研究重点是采用其他匹配方法和

改进滤波算法来进一步提高游移方位捷联惯导传递

对准的精度和方位失准角估计的快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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